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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。
在五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，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。
而古代教育不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对我国历史进程和国民人文素养影响最为深远的一
个部分。
　　据历史文献记载，我国的教育可以追溯到夏、商、周时代。
商、周时代，我国的教育已有相当地积累，知识大体具备规模，这就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
件。
西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以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为主体的“六艺”教育体制。
　　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中华文明的果实成熟了，中国教育进入了“古典”时代，产生了私学和专门
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，出现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，如孔子、墨子、孟子等。
《论语》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礼记》《管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
，而且还出现了像《大学》《学记》《劝学》《弟子职》等这样的教育专著。
这些教育专著是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，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
教育学著作，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础。
　　在随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，我国形成了一个官学和私学并重，按行政区设置教育网络，多渠
道、多层次办学的教育体制，并，积累了自学成才、自学考试的经验。
古代还有博士制度，唐宋以后还有科举考试制度、书院制度以及推行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的传统。
这些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占领先地位，而且其内容和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。
　　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的价值取向方面，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与政治、经济关系的认识，关于教育
与法治关系的认识，关于德育与智育关系的认识，关于知识与才能关系的认识，关于教与学、教师与
学生关系的认识，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，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
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，如立志有恒、克己内省、改过迁善、身体力行、潜移默化、防微杜渐
等等，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，如格物致知、读书进学、温故知新、学
思并重，循序渐进、由博返约、启发诱导、因材施教、长善救失、教学相长、言传身教、尊师爱生等
等。
　　这些不但是中华传统教育中的精粹，也是中国对世界人类教育宝库和世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用“泽被万世”来形容中华传统教育中的精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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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。
在五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，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。
而古代教育不但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对我国历史进程和国民人文素养影响最为深远的一
个部分。
这些不但是中华传统教育中的精粹，也是中国对世界人类教育宝库和世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用“泽被万世”来形容中华传统教育中的精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！
本书介绍了官办学校、私立学校、家庭教育、教育思想等内容，让你了解中华教育的精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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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齐本是西周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，姜齐奉行尊贤上功的国策，很快开发成为强国，春秋时期，
一度成为霸主。
到公元前386年，失去社会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权，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，取代
姜氏，田和成为齐国国君，衰微的周王朝代表周朝各国对此表示承认，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
。
王族换了，国家依然兴盛，对于这次“篡位”，一直以来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，甚至很少有人以“篡
位”称呼此事。
对此庄子有句辛辣的评论道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诸侯”。
　　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（不是春秋时期称霸的姜齐的齐桓公姜小白），为聚集人才，在齐
国都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，将学者封为“大夫”。
　　稷下学宫实行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、“不治而议论”、“无官守，无言责”的方针，学术氛围浓
厚，思想自由，各个学派并存。
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，随其门徒，被誉为稷下学士。
　　齐威王即位，为革新政治，选贤任能，广开言路，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。
齐宣王时期，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，“趋士”、“贵士”、“好士”，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
顶峰。
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当时，四方游士、各国学者纷至沓来，“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子、慎到、环渊之徒，皆赐列第为
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
”儒、道、名、法、墨、阴阳、小说、纵横、兵家、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，学者们聚集一堂，围绕着
天人之际、古今之变、礼法、王霸、义利等话题，展开辩论，相互吸收，共同发展，稷下学宫达到鼎
盛。
史家将这一现象称为“百家争鸣”。
对此，司马光在《稷下赋》中说：“致千里之奇士，总百家之伟说。
”　　然而，齐闵王后期，不听谏言，邹衍很快离开齐国去了燕国，随后，齐几乎为燕将乐毅攻灭。
齐襄王时期，齐国重建，虽然努力发展稷下学宫，但是稷下学宫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
。
　　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孟子和苟子。
两个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，苟子在齐襄王时期曾三为“祭酒”。
　　至齐襄王的儿子齐王建即位，稷下学宫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并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了。
　　稷下学宫的开设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，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；而且，秦的著名博士叔孙通（为
汉朝制订朝礼，朝礼制定后，刘邦曾经说：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
”），就号称“稷下生”。
　　稷下学宫本身有很多功能：其成员即可以充当政府的智囊团，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，由于广
收门徒，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，可以说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学。
战国时期，三晋纷乱，楚则保守落后，秦虽是新兴，文化未盛，齐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。
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，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。
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，基本上是孟、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；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，一直在
中国盛行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；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。
　　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，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，思想之自由，成果之丰硕，在中国几千年的
历史当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　　从稷下学宫的施行方针及其成果意义来看，稷下学宫完全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学术思想自
由、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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